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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聆听了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突出感受就是干货满满、实招多多，讲明

了国之大者、讲到了百姓心头，我完全赞成

和拥护。”3月5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贵州

省发改委主任陈少波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时说，报告对“十三五”我国发展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进行了深刻总结，让人备受鼓舞。

从“八个一”
看贵州发展“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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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快讯

都市圈引领都市圈引领高质高质量发展量发展
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下，都市圈通勤交通网持续完善，中心城市动能不断提升，大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协调发展，继续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图为一列复兴号高铁列车穿过京张高铁居庸关

隧道。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长三角铁路投资
今年预计超750亿元

本报讯 2021年长三角铁路建设投资规

模预计在750亿元以上，计划开通新线里程

833公里，开工项目11个、投产重点项目6个。

长三角铁路力争在2021年内开工沪渝

蓉高铁上海至南京至合肥段、沪渝蓉高铁合

肥至武汉段、通苏嘉甬、合新高铁等11个项

目，计划投产徐连高铁、嘉兴站改造工程、安

九高铁、杭绍台铁路等6个重点项目，续建南

沿江城际铁路、沪苏湖铁路等20个项目。

预计“十四五”期间，长三角铁路建设项

目投资总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新增营业里

程4000公里，其中新增高铁3500公里。

2020年，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基建投资逾870亿元，年内投产新线里

程1234.7公里，商合杭铁路合湖段、沪苏通

铁路、衢宁铁路、连镇高铁淮丹段、合安高

铁、盐通高铁等6条新线相继开通运营。

轨道上的长三角正在加快成型，织线成

网、互联互通、持续扩容的长三角铁路版图，

让长三角区域内除舟山外的所有地级市实

现“市市通动车”，动车组列车实现公交化开

行，“1小时~3小时生活圈”变为现实，“同城

化”效应不断扩大，大大方便了百姓出行，并

为地区经济发展助力。 （贾远琨）

川渝协同打造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本报讯 四川省经济合作局、重庆市招

商投资促进局3月9日在成都召开联席会议，

川渝两地招商引资部门将从电子信息、汽车

制造等产业入手，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和全国重要特色产业基地。

川渝两地产业关联度较高、互补性较强，

具备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产业基础。2020

年初，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去年4月，四川省

经济合作局与重庆市招商投资促进局签订

《成渝地区产业协同招商战略合作协议》。

为加快川渝两地协同发展、助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席会议提出川渝还将

共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打造承接产业转移

平台，提升产业配套能力，促进产业转移与产

业升级；充分利用龙头资源和配套资源，推动

产业成链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川渝‘抱团’有利于提高川渝地区整体

推介效果，有助于区域协同发展。”重庆市招

商投资促进局协调促进处处长陈昌明接受

采访时表示。官方数据显示，成渝地区2020

年，双城经济圈中四川15市共签约项目901

个，投资额10,759.79亿元，占四川省签约项

目总金额的94.31%。

当前，四川多地加快融入成渝产业生态

圈，例如，四川广安瞄准装备制造产业，遂宁

筹建川渝地区锂产业联盟，自贡、南充、遂

宁、泸州等毗邻城市谋划建设川渝合作示范

产业园，布局智能制造、新能源、现代农业、

现代物流、文旅康养等优势产业。

据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国内合作处处长

秦天介绍，川渝两地招商引资部门计划于今

年6月在上海联合举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全球投资推介会”，面向长三角地区中外

知名企业、商协会以及外国领事机构，推介

川渝两地投资环境和机遇。

此外，川渝还将于今年建立半年度投

资数据交换机制，实现招商领域数据互通

共享。 （单 鹏）

□ 本报记者 于 馨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提出，建设面向世界的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四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

纽集群。

“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先行。

今年恰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7周年，“交通一体化”已经成为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率先突

破的重点领域。7年来，轨道上的

京津冀跑出“加速度”、城际铁路不

断“舒筋活络”；三地联手共同打通

“断头路”、拓宽“瓶颈路”……一个

立体化的互联互通交通网络逐渐形

成，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入，

为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高铁织成网 普速串成环

1月22日，随着京哈高铁北京

至承德段正式通车运行，结束了承

德通往北京方向没有高铁的历史，

也意味着“轨道上的京津冀”最后一

块拼图完成，京津冀所有城市实现

了高铁网络的互联互通。

近年来，京津冀的“高铁名单”

不断壮大：

2015年9月20日，京津城际延

伸线（天津至于家堡站）正式开通运

营；2015年12月，张唐铁路通车；

2015年年底，津保铁路通车；2017

年 9月，石济客运专线建成通车；

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正式

开通运营；2020年12月27日，京雄

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铁

路部门不断完善路网结构，全力打

造互联互通、便捷高效的交通网

络。“《‘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强

调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要求明

确、标准很高。其实这几年，京津冀

地区的铁路发展非常快，高速铁路

里程不断增加，全国有四条能够实

现350公里商业运营的铁路，其中

三条在京津冀地区，分别是京沪高

铁、京津城际、京张高铁，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提供了骨架和支撑作用。

最近这段时间，京雄城际、京沈高铁

也相继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北京和

全国的高铁网。”全国人大代表、北

京铁路局集团公司董事长赵春雷表

示，“十三五”期间，轨道上的京津冀

越跑越快。京张高铁、京雄城际铁

路、京哈高铁等重点项目相继高质

量开通运营，营业里程由8458.3公

里增加到9471.9公里，增长12%。

其中，高铁营业里程由1616.3公里

增加到 2288.6 公里，增长 41.6%。

动车组由306标准组增加到382标

准组，增长24.8%，京沪高铁、京津

城际、京张高铁成功实施时速350

公里持续商业运营，通达全国113

个大中城市。

在高铁逐步成网的同时，京津冀

区域内的普速铁路也在快速发展。

为盘活京津冀区域内既有铁路

线路资源，铁路部门打通河北省邯

郸、邢台、衡水、沧州、唐山、承德、保

定、定州8个地市级城市与北京、天

津和省会石家庄之间的地理阻隔，

以石家庄、邯郸为支点，开行4对环

绕京津冀的普速环形列车。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环形普速列车的开通，

不仅实现京津冀区域内主要地市级

城市之间的有效串联，也为目前尚未

开通高铁线路区域的地市级城市民

众提供了就近通过北京、天津和石家

庄一次性换乘高铁的良好出行体验。

“京津冀地区‘1小时交通圈’初

具规模，高铁飞驰、城际铁路和市域

铁路比翼双飞。”赵春雷介绍，“十四

五”期间，将进一步发挥铁路运输骨

干作用，统筹推进高铁与普速、客运

与货运建设，加快北京丰台站、京滨

城际、京唐城际等重点项目建设，将

智能京张高铁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高

铁典范，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

打通“断头路”拓宽“瓶颈路”

除了铁路运输高速发展外，近

年来，京津冀地区区域交通城市化、

公交化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作为直接连通北京和雄安新区

的交通干道，京雄高速北京段（市界

至六环）已于2020年末开工建设，

预计2021年底建成通车，工程建成

后，雄安新区到北京市仅需1小时，

届时将有效缓解北京西南方向既有

交通压力，同时，为沿线区域提供一

条新的对外联系快速通道。

“十三五”时期，京津冀交通一

体化取得重大进展，京津冀核心区

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1.5小时交

通圈基本形成。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正式投运，配套完成“五纵两横”外

围综合交通体系；京雄城际、京张高

铁开通运营；京台高速等8条高速

公路建成通车，市域内国家高速公

路网“断头路”清零；38条跨省公交

线路常态化运营，日均客运量超过

40万人次；取消省界收费站，ETC

发行总量520万套，实现高速公路

跨省无感支付；交通一卡通实现与

233个城市互联互通。

“北京市交通委深入贯彻‘交通

率先突破’协同发展理念，推动以轨

道交通为骨干的多节点、网络状、全

覆盖的交通体系不断强化，实现区

域交通运输组织和服务质量显著提

升，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北京市交通委协调发展处处

长赵阳介绍，目前北京市市域内的

高速公里总里程达到1174公里，京

津冀区域高速公路里程增长超过

25%，路网结构得到持续优化，“四

纵、四横、一环”的京津冀骨干路网

格局初步建立。

此外，京津城际铁路实现“公交

化”运营，方便京津两地居民互通。

京津冀交通一卡通，北京已累计发

行交通互联互通卡700余万张，实

现与全国288个城市互联互通、市

民可以“一卡走遍京津冀乃至全

国”。京津冀共计 145 个（北京

8 个、天津9个、河北128个）二级及

以上客运站实现联网售票。开通

6条省际班线公交化试点运营，线

路沿途经过40余个村庄，8万余人

受益。实现38条公交线路的省际

化，覆盖了河北省廊坊、涞水、赤城

等17个毗邻县，方便40万人出行。

据了解，“十四五”时期，“轨道上

的京津冀”将更加畅通便捷。其中，

北京轨道交通里程(含市郊铁路)达到

1600公里；完善高速公路网，持续推

进京雄高速、G109高速建设，总里程

超过1500公里，城市副中心“桥头

堡”交通框架基本形成，都市圈1小时

通勤圈基本形成，区域交通城市化、

公交化水平显著提高。轨道交通与

地面公交、慢行系统的融合发展水平

显著提升；智能、平安、绿色、共享交

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人才互通 资源循环

交通一体化已将三地紧密串

联，也促进了人才互通、资源循环和

经济腾飞。

“轨道上的京津冀”使“同城化”

效应进一步凸显。“时间就是金钱”，

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使以北京为

中心，50公里～70公里半径范围内

形成1小时交通圈成为可能，用更

快的速度、更短的时间、更高的效率

实现了城市之间点到点的运输，便

利三地百姓生产生活的同时加强了

城市之间的沟通。“两城一家”生活

让百姓的幸福指数持续升高，让百

姓享受协同发展成果。这不仅为京

津冀区域内居民的工作、生活带来

诸多便捷，更有利于京津冀区域吸

引人才、留住人才，同时也更加有利

于京津冀区域旅游、科技、物流等行

业的大发展。

“轨道上的京津冀”辐射力更强

了。交通一体化加速地区资源大循

环，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提供强

有力支撑。随着通勤距离缩短，能

够整体上把雄安、保定、廊坊周边，

还有雄安和石家庄，以及冀中南像

邢台、邯郸等这些城市快速连接起

来，助力推动地区经济协同、产业合

作，在重点项目布局、规划编制方面

的战略协作强化，更好地促进区域

现代产业体系和重点产业对接，让

物流、人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

流、产业流等进一步加速，深度联合

打造京津冀城市群，共同提升区域

产业整体竞争力，为协同发展增添

新动力。

“轨道上的京津冀”是推动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日益完善的立体

化互联互通交通网络，让京津冀地区

打破交通瓶颈，加快经济的运行节

奏，推动经济格局及生产力布局的优

化。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和提升，

有利于促进实现专业化生产和规模

经济。“轨道上的京津冀”，快速度、大

运量、高密度、便捷化、节能环保等多

方面的优势，加大了区域间经济要素

交流效率，降低了区域发展成本，同

时平衡了因地理原因产生的经济社

会冲突和矛，进一步促进构筑完整京

津冀地区统一的大市场。

从原来的京津“双城记”到整个

京津冀城市群的“多城记”，多层次

立体轨道交通体系让空间上的“一

体化”悄然变成时间上的“同城

化”“轨道上的京津冀”已经串联起

地区协同发展的高速路。

□ 特约记者 唐贵江

建设生物科技产业总部中心、

大湾区城市优势结合出协同效应，

共迎跨境电商时代红利，珠澳共建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全国两会期

间，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建言汇

智，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向世界一流

湾区推进。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连续第五

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其在国

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也为大湾区发展带来新机遇。

陈亨利：建设生物科技
产业总部中心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纺织

业联会会长陈亨利表示，粤港澳大

湾区内各城市可优势互补，协助国

家生物医药科技更上一层楼，其中

香港可着力打造生物科技产业总部

中心。

加快壮大新一代生物技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潮流，

陈亨利介绍，香港具备多项独特条

件发展生物医学科技，包括有多间

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正进行多项

前瞻性生物医学研究，尤其在基因

组研究等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此

外，香港临床医学居于世界前列，本

地医生素质高，能配合尖端生物医

学研发。

数 据 显 示 ，香 港 拥 有 超 过

250 家从事生物科技产业的公

司，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

融资中心。

陈亨利称，结合大湾区内各

城市优势，可产生更大协同效

应。例如，随着深圳等湾区城市

生物医疗设备产业日渐成熟，香

港既可担任融资角色，又可推动

湾区科研成果产品化，协助开拓

海内外销售，共同把生物技术产

业做强做大。

颜宝铃：湾区携手共迎
跨境电商时代红利

“过去二十年，香港已错过了

互联网时代，当下蓬勃发展的跨

境电商行业，无疑是赶上互联网

行业的最后一班车！”港区全国人

大代表、飞达帽业控股有限公司

副主席颜宝铃表示，香港要携手

深圳等湾区城市，共迎跨境电商

时代红利。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全球消费趋

势加速从线下转到在线，作为新业

态、新模式的中国出口跨境电商有望

在“十四五”期间成为外贸出口重要

支柱。

颜宝铃注意到，2013年至今，

深圳市跨境电商年均增长达30%，

交易额已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列。

她认为，香港在融入内地跨境电商

发展方面，具备英美法律体系、货币

自由兑换、专业国际人才等核心优

势；应及时把握历史性机遇，为经济

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施家伦：统筹珠澳共建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

国两制’新实践，我今年一共带来了

7份建议。”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澳

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施家伦表示，希

望国家支持澳门疫后经济复苏，恢

复个人游网签办理和团客游，统筹

珠澳共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他说，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要

区域发展战略，承载着引领高水平对

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一国

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的重要使命，

各界都对大湾区前景充满期待。

施家伦建议，在大湾区资金互

通、规则衔接、科创中心建设、学术

出版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加快落实

人民币计价澳门证券市场的筹办，

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此外，施家伦还建议，统筹推动

粤港澳三地联合申办2025全运会

等体育盛事，让大湾区的建设和互

动得到更长足的进步。

交 通 一 体 化 串 起 京 津 冀 城 市 群

以 协 同 效 应 迎 时 代 红 利
——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建言大湾区城市建设

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38条跨省公交线路常态化运营，
交通一卡通实现与233个城市互联互通，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奠定良好基础


